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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 建议书 卷 线路传输 年 结合我国通

信设备状况编制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标准 同轴线对上 路 载波通信系统总技术要求的基本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系统技术要求和设备技术条件的编制 也可作为编制工程设计和维护规范的基本技

术依据

引用标准

模拟载波通信系统网路接口参数

载波系统基群变频级基本技术要求

载波系统通路变频级基本技术要求

载波系统超群变频级基本技术要求

总体要求

使用电缆

适用于标准 同轴线对的多管综合电缆

通信容量

通信容量为 个双向电话电路 其中适量的话路可复用非电话业务 单话路非电话业务不超过总

容量的 宽带非电话业务容量比例不限

线路传输频谱

有两种线路传输频谱可供使用部门选择 分别见图 和

假设参考电路

电路全长 含九个转接段 其中主群转接三次 超群转接三次 音频转接二次 电路构成如

图



线路频谱方案之一

线路频谱方案之二

图

线群变频级设备

超群变频级设备

基群变频级设备

通路变频级设备

图 假设参考电路

假设参考电路的总噪声设计指标及其分配

总噪声设计指标

和假设参考电路具有相同组合的任何电话通路里的零相对电平点上的每分钟平均噪声计功率不超

过

终端设备的噪声

和假设参考电路具有相同组合的任何电话通路里的零相对电平点上的每分钟平均噪声计功率不超

过 各组成部分的噪声最大值如表



表

通路 基群 超群 线群

变频级

调线设备

转接设备

附加均衡设备

线路设备的噪声

和假设参考电路具有相同组合的任何电话通路里的零相对电平点上的每分钟平均噪声计功率不超

过 即平均每公里不超过

负荷

电话信号平均功率

传输非电话信号的接口参数

符合

计算线性串杂音用负荷

计算多路交调噪声时用常规负荷

当 时

或 当 时

注 为被计算话路群的通路数

计算多路放大器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时用的等效峰值负荷 见表

表

通路数

等效峰值负荷

注 为被计算话路群的通路数

接口参数见表

表

音频四线 基础基群 基础超群 基础主群 线群

频谱
见图

与图

发信电平 或

收信电平 或

阻抗
平衡式 平衡式 不平衡 不平衡 不平衡

回波损耗

注 相对电平 定义在调线架或相应的点上

设备工作条件



电缆工作环境温度

有人站设备正常工作条件

电源电压

环境温度

环境相对湿度 不大于 时

电源杂音 进入设备前 宽频测量杂音值不大于

无线电广播干扰场强 中波段不大于 短波段不大于

无人值守站设备正常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 或 采用机箱温度控制调节器时

环境相对湿度 机箱内 不大于 时

无线电广播干扰场强 中波段不大于 短波段不大于

设备运输条件

环境温度

环境相对湿度 不大于

整机装箱运输试验 在 级公路上 时速 运输距离不小于

通路质量主要指标 对应假设参考电路

传输频带

相对电平 发信输入为 收信输出为

衰减频率特性

只含一对通路变频级时 相对 允许加均衡

衰减随时间变化 平均值和标准值之差不超过 平均值的标准差不超过

振幅特性

线性 当输入信号提高到 时 线性偏差不大于

限幅 当输入信号提高到 时输出信号不大于 即限幅不小于

群时延失真 相对传输频带内的最小群时延 不应超过下列限值

频偏 不大于

可懂串音防卫度 不小于

收发信串音防卫度 不小于

近旁干扰防卫度 不小于

单频干扰 不大于

忙时串杂音 不大于

变频设备特性

通路变频级设备



符合

基群变频级设备

符合

超群变频级设备

符合

线群变频级设备

传输频谱

基础主群频谱和线路频谱间的变换 参见图 和

相对电平

发信输入 主群侧

发信输出 线群侧 或

收信输入 线群侧 或

收信输出 主群侧

注 相对电平定义在调线设备塞孔或相应的点上

测试相对电平的参考频率在基础主群频带内为

变频设备和调线设备间布线的衰减预留值在主群侧不小于 在线群侧不小于 布线电缆衰减不

足 预留值部分以及布线电缆的衰减频率特性均由变频级设备补足和均衡

阻抗及回波损耗

阻抗为对地不平衡式 回波损耗不小于

衰减频率特性

发信设备和收信设备在线群侧自环 经配电平后 在不加校正 不加阻塞滤波器的条件下 在基础

主群频带内 任何频率的介入衰减相对于参考频率 的介入衰减的变化应在

之内

衰减随温度变化

在 的发信加收信设备的衰减和 的衰减偏差应不超过

发信载漏防卫度 不小于

可懂串音防卫度 不小于

收发信串音防卫度 不小于

忙时串杂音 不大于

近旁干扰防卫度 发信和收信均分别不小于

载频精确度 优于

群导频

频率及其精确度

发送电平及其电平偏差 初始调整偏差不超过 持恒度不超过

单频的保护和阻塞 总阻塞应不小于 其中发信和收信分别应不小于

导频自动电平调节范围 不低于

频率比较导频

频率

频率精确度 优于

发送电平

发送电平偏差 初始调正偏差不超过 持恒度不超过



线路设备特性

传输距离设计长度

转接段

有人增音段 或

传输频带

接口参数

相对电平 输入 或 输出 或

阻抗 不平衡式

回波损耗 不小于

增益频率特性 转接段 不超过

增益持恒度 转接段 不超过 人工调整周期不短于半个月

串杂音

忙时总噪声 每 带宽 不大于

线性串音防卫度 转接段 不小于

单频干扰噪声 不大于

近旁干扰防卫度 转接段 不小于

可靠性

一个无导频调节功能的无人站增音支路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年

一个有导频调节功能的无人站增音支路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年



附 录

线路调节导频

补充件

导频频率 主导频

导频频率精确度 优于

导频发送电平

导频发送电平初始调整偏差 不超过

导频发送电平持恒度 不超过 人工调整周期不短于半个月

附 录

远供和保护系统

补充件

远供系统

远供系统的配置 无人值守增音站用工作电源由有人增音站能通过远供系统供给

远供方式 有人站采用直流 定流供电 无人值守增音站采用定电压接收

远供发送设备应具备的基本功能

备用 设备应具有 的备用 主备用间有自动倒换性能或互为备用的并 串 联工作方式

告警 设备应具有过流欠流等告警功能

保护 设备应具有过压过流保护功能

监测 设备应具有远供回路开路监测功能

保护系统

保护系统的配置 对外界引入的和本系统内部产生的过压脉冲应具有保护能力 采用三级保护

保护系统性能 按 建议 远供晶体管化增音机防外来干扰保护装置的测试 要求进

行检查

附 录

遥 测 系 统

参考件

系统应具有遥测系统 提供在有人增音站对无人值守增音站设备工作状态进行远距离测量的手段

遥测系统方式采用频率法 即在无人值守增音站发送代表频率信号 在有人增音站进行接收测量

无人值守增音站发送的遥测信号 频率和电平由系统设计者安排 遥测频率在信息频带和主导频

的高侧

遥测项目 电平

遥测功能 对遥测频率信号电平变化进行自动或人工测量 当电平变化超出系统设计允许范围时

发出告警信号和显示站位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提出

本标准由邮电部电信传输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由邮电部第五研究所 邮电部眉山通信设备厂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范树华 钱福先 杨明佐


